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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优

“妈妈，我买了电烤盘，假
期回外婆家吃烤肉吧。”五一前
夕，女儿在微信上说：“食材和
调料我都买好了，你啥也不用
准备。”

心下欢喜。我教高三，毕业
班只有两天假期，自然没法远
游。想想每个景点人山人海，就
头皮发麻。五一假期不添堵，回
老家看看父母，既可观赏田园
风景，还可以吃香喷喷的烤肉，
真是美。

“我们去外婆家，可以在院
子里吃，或者在楼顶上吃。”在
女儿的描述中，我的心早已飞
回了老家小院：院后坡地里麦
子初黄，院前稻田里秧苗青青。
院边鸽子蛋样的青梨悬在绿叶
下，桑葚由红渐紫，高高的翠柏
叠起一道篱墙。我们围桌而坐，
狗在撒欢，鸡在踱步，肉在烤盘
里。对面山里偶尔传来布谷鸟
的叮嘱：阿公阿婆，割麦插禾。

周末晚饭之后，女儿说嗓
子发紧，还畏寒畏冷，便早早上
床休息。第二天，我起来收拾东
西准备回老家。没想到女儿发
烧了，满脸通红，一测体温，
39℃。赶紧找药。女儿说她昨天
夜里已吃了两片布洛芬，状况
并没有缓解。整个晚上她都没
怎么睡着，心里非常焦急，一直
在祈祷：千万别发烧，不然，回
老家吃烤肉的计划就泡汤了。
越是焦急，越是难以入眠，昏昏
沉沉，辗转反侧，出了一身又一
身的汗，体温依然没有降下来。

一时愣住。短暂的慌乱之
后，我给老家打电话，告知女儿
的状况。在父亲的指导下，买了
感冒药给女儿服下。父亲学过
医，更重要的是，父亲遇事冷

静。他说不怕，别着急，多喝水。
感冒恢复总得有个过程，哪能
立竿见影。

女儿吃了药，喝了水，沉沉
地进入梦乡。一觉醒来，38℃。
之后，体温又飙升至39 . 5℃。果
断去医院，查血、打针、输液。挂
上吊针，去往留观室。留观室
里，床位已满。疾病、伤痛，并不
会因为假日而消停隐遁。于个
体而言，平安无恙的每一天，都
是佳日，一切如常，便是最大的
恩赐。一番折腾，回家已是深
夜。

第二天，我们窝在沙发上，
剥榴莲，追剧。“剥榴莲就像开
盲盒。”女儿说，“你永远不知
道，打开的是惊喜还是失望。”
是啊，榴莲买得好不好，果肉多
不多，只有打开了才知道。这就
像我们的日子，酸甜苦辣，过了
才清楚。

看手机。朋友圈里，有人晒
美景，有人晒美食，有人晒美
颜。翻到小格老师的朋友圈，她
发了一张表情图，扎着冲天辫
的小胖妞侧躺在床上，肥嘟嘟
的脸压着肥嘟嘟的手，一脸委
屈和沮丧。配文曰：别人的假
期，特种兵拉练；我的假期，与
发烧咳嗽作斗争。看来，这个五
一，被感冒撞了腰的，何止女儿
一人。

人生就是这样，计划常常
赶不上变化。生活就像开盲盒，
你怎么知道哪一段甜，哪一段
酸？哪一次有惊喜，哪一次会遗
憾？有什么办法呢，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调整心态，凡事往好
处想，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安
排。一次感冒，就当是对身体的
一次调节吧。假日病中过，节后
元气满，细水长流的日子，自然
会掺杂着苦咸酸甜。

□树辉

生活中你有没有“心里没数”的时候？我
有。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他已经很不好意
思地在道歉了，可我依然不依不饶讲道理；前
段时间工作太忙，我忘记了结婚10周年纪念
日，于是一遍遍地向爱人道歉，她一次次地回
应表示理解我了，可我还是不相信……

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没数”的
人，有些人需要远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
们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受到伤害。还有些
人则需要被理解，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关
系很铁的朋友，他们不是故意要表现得“没
数”，对你也并没有恶意。那这种现象是如何
造成的呢？我们从心理学视角来分析一下。

一个孩子小时候如果被健康地满足过，被
充分地理解过，他在长大之后就不会一味地寻
求满足感。孩子成长到青春期，呈现出的心理问
题很可能是在婴幼儿时期没有被充分满足过的
继发性反应。另外，在咨询中我发现，很多青少
年小时候被满足的量是够了，但是缺乏质量，很
多父母会为此感到苦恼，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
己满足了孩子，可孩子还是出了问题。

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刚一咧开嘴哭，妈
妈马上就发现了，放下正在做的事，一边飞奔
过来一边喊着：“宝宝饿了，妈妈来了。”妈妈
一边喂奶一边一脸幸福地看着孩子，柔声细
语地和孩子说着话，孩子吃饱后妈妈也不急
着走，一起再玩一会儿，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孩子红润的脸庞，满足而踏实的笑容。如果孩
子在一岁之前能充分体验到妈妈的爱，那么
他会获得一种健康的被满足感，随着他的成
长，他的适应能力在不断增强。成长到三岁
时，孩子该上幼儿园了，他要比其他的孩子适
应得快。即使同样被老师忽略或批评，这样的
孩子更不容易被伤害。如果孩子在喂养阶段
得到的只是量的满足，父母认为孩子不懂事，
只要吃饱不哭不闹就好，那会是为人父母者
对孩子最大的误解。

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
两个刚出生的婴儿放入观察室，请两个护士拿
同一款奶瓶喂奶，奶的温度相同，两位护士年龄
相仿，性格脾气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护
士刚受到了严厉批评。当她们靠近孩子，孩子会
有不同的反应：没有受到批评的护士给孩子喂
奶时孩子全程都很配合，而且很高兴地和护士
互动，另一个护士走近孩子时孩子就开始焦躁
不安，全程都哭闹不止。在精神分析中，无数婴
儿观察案例证明，孩子什么都“懂”。他们能很迅
速地捕捉到养育者的情绪情感，所以在满足孩
子的时候千万不能作假。

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未被充分满足，长
大之后会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现，其中最典型
的一个表现就是边界不清，也就是我们说的

“心里没数”。这里的边界有两种，一种是“我”
和别人的边界，另一种是“我”和自己的边界。

和别人边界不清的表现包括：很难相信
别人、不断麻烦别人却不自知、老好人。

文章一开头我提到过，我很难相信孩子
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很难相信爱人
会不介意我忘了结婚纪念日。为什么会这样？

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当我犯了错误后不知道
该怎么令我的父母满意，在我成为父亲、丈夫
之后，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相信职场中也存在没数的人，比如某个
同事天天让你帮他带饭、拿快递。你只要表现
出一点儿不情愿，对方就会敏锐地觉察到。这
样的人其实内心也很匮乏，他们不是自己不
能做这些，而是借此在重复潜意识里自己的
被满足感。

在单位我们总爱找那么一两个人帮忙，
因为知道他不好意思拒绝自己。老好人传递
的信息是：“你怎么对我都可以”。潜意识里的
动力是“我要通过不断地满足你让你内疚”，
如果你内疚了，你也就承认了我是个好人。和
老好人在一起相处也是有危险的，如果你错
误地认为他们就是没有攻击性，那对方一旦
翻脸，你将苦不堪言。

除了和别人相处时边界不清，我们还会
在和自己相处时边界不清。有些女性不断地
买各种首饰、包包、衣服，这是用现在自己挣
的钱满足当年的自己。有一些内心极度匮乏
的人会买大量奢侈品，即使超出了能力范围，
依然会不停地买。其实她们是在用这样的方
式满足自己内心虚幻的满足感。

在这一点上男性和女性有很大不同，有
的男性因为在现实中感到很压抑，所以他们
会走进网络世界，有的人还会沾染上不良习
惯，这些问题处理起来难度更大。

为什么有的人会贪婪，因为他们没有经
历过把自己的欲望升华成需要的过程。成熟
的人在其人格结构中有一个健康的自我，他
能够很好地协调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管
理好自己的欲望。比如一个姑娘喜欢奢侈品，
如果这种喜欢是出自“自我”，那依照自己的
能力买一两件就足够了，因为她的自我需要
在购买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可是如果她不
是出于喜欢，而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她
即使买了，潜意识里也不觉得是自己的，因此
她会一件件地反复购买。

有人说人性是贪婪的，其实这个说法并
不准确，如果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

“本我”没有被养育者健康地照顾过，那他很
有可能会分不清楚哪些是自己的欲望，哪些
是自己的需要。这种情况下，他发展不出一个
健康的自我，那他很有可能无法和别人建立
健康的边界感，更无法和自己的过去建立健
康的边界感，处理这类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做
心理咨询。通过咨询，当事人会发现自己并不
是一个贪婪的人，我们作为人，有欲望并不是
一件可耻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和咨询师一起
工作，把一大部分欲望转化成自己的需要，发
展出一个健康的自我。

然而大多数人是幸运的，成长过程中基
本能得到父母的满足，只不过有时候那些未
被满足的瞬间会被激活，这种情况下我们满
足一下自己也无可厚非。请相信，如果一个人
能够从小在养育者的呵护下建立起一个健康
的自我，那他自然会用自己的方式自信而自
由地和这个世界相处。

（作者为实战派心理咨询师，树辉心理创
办人）

【简单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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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成

喜欢敦煌的残纸，缺边少
角，零零碎碎，上边写着文字。至
于写的什么，有的看得清，有的
看不清。看清楚的，一看就看清。
看不清楚的，永远也看不清。

很多历史的书，厚也好，薄
也罢，其实，它就是一页残纸。
有时看得清，有时看不清。残纸
美，美就在于残，我们不要想着
把上面的文字全认清，那样就
没意思了，不好玩了。何况，世
间有很多残纸，它上面根本就
没有文字。

石头，也是会变成残纸的。
大约离我家二三十里处，有一
座水牛山，水牛山不高，一会儿
就能爬到顶。顶上有个洞，不
大，洞口刻着北齐高僧安道一
的字。因为喜欢书法，小时候我
常骑着车子去临字。当时字清
晰完整，但过了二三十年后再
去，它已经不完整了，让人打掉
了一个角，字也不那么清晰了，
像一页残纸，遗落山间，孤独寂
寞。这不禁让人慨叹——— 残纸
多矣！

虽然岁月从没有缺边少
角，但是历经岁月的那些人、
事、物，怎么说也是缺边少角
了。网上有首歌叫《半张车票》，
歌名有点怪，让我体味到了莫
名的伤感，并让我立马就联想
到，那泛黄的缺边少角的半张

车票，被丢在沉旧的木桌上和
古老的岁月里。

我们每一个人，也只是半
张车票，心有诗意，脚踏尘土，
看过的风景，一半是景，一半是
自己。惯常，我们认为一半就是
残了，不完美了，而人生，一半
就已经很完美圆满了。要不，怎
么灵隐寺里都挂“半称心”呢！
实际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
与人言无二三”，想“一半”，言

“一半”，也过于奢侈了。
回望前路，回望前人，人生

就是那么一点残纸，很小、很
薄，风一吹，就零落了。曾经买
过一本很好的《敦煌写经》，内
容好，装帧也极好，舍不得打
开，舍不得看，舍不得对着临。
然而，数年过去，书橱不知道啥
时候进了水，把一些精品书全
泡了。当然，《敦煌写经》也没逃
过此劫，且最惨，一页页全黏在
一起长了毛，想轻轻地完好打
开它根本就不可能，只好狠心
一页一页地撕坏揭开，好好的
书变成了一沓狼藉，真是残纸
了。

心痛，但觉得这样也好。残
纸多残，残亦流美。人生不也正
是因为种种的残而去追求美，
不断地流露出了美吗？晨起，倒
了些墨，打开《敦煌写经》，意
临，笔墨间流淌着认识或不认
识的字，还流淌着熟悉或不熟
悉、遥远或极近的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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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自己
做个“心里有数”的人

【心理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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